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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光先生的这部小说，是一部讴歌古代民族团结和睦的难得之

作，也算得上是一部呕尽 30年心血的感人之作；是一部表现汉武帝以

“和亲”政策实现其“联乌孙抗匈奴”的战略目标，而先后派遣细君公主、

解忧公主及其侍女冯嫽远赴西域的可歌可泣的故事结构而成的长篇历

史小说。

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及其侍女冯嫽的“和亲”事迹，早在“昭君出

塞”和“文成公主和蕃”之前，却因种种原因而鲜为人知。目前，新疆作

家仅有刘肖无的话剧《解忧公主》和赵光鸣的长篇小说《赤谷城》等作品

予以了表现。本文作者在新疆伊犁地区生活了半个世纪，对发生在

2000年前这三位女性的“和亲”故事，可谓耳熟能详，情有独钟。他为两

位公主和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家”冯嫽，在遥远的

西域茹苦含辛数十年所创建的功绩、为国家付出的个人牺牲所显示的

大智大勇的才干和忍辱负重的人格精神深深感动。有鉴于此，所以在

20世纪70年代末，就立志创作一部文艺作品加以讴歌。现在历经30多
年的辛勤笔耕，数易其稿，这部大书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我为年逾

古稀的作者的爱国热忱和对文学作品的创作精神，感到由衷敬佩!

历史上，“和亲”先行者细君公主因心情忧郁，在乌孙生活的时间很

短，仅五六年时间就香消玉殒了。史载的事迹有限，小说主要选择了解

忧公主和冯夫人的故事作为叙述的重点。解忧公主在西域乌孙生活了

50年，先后嫁给乌孙几代昆弥为后。冯嫽嫁给乌孙右大将，被称为“冯

夫人”，常作为解忧的使者出使各地，是位文武双全，有胆有识的女强

人，对民族和睦和国家统一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作者做了两点



概括：其一，在她们的辅助下，乌孙的经济文化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其二，协助西汉王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联盟关系，汉、乌联盟“共灭胡”，

终将匈奴逼退出广袤的西域地区，最后统由汉都护府管辖。此后，中原

王朝实现了靖边的宿愿，西北边境赢得了数百年的和平与宁静，并为后

世留下了民族团结和睦相处的优秀传统。这些弱女子们的伟大牺牲精

神和不朽的业绩，既为后世人民所景仰，也足令高居庙堂、尸位素餐的

“须眉们”为之汗颜！

小说对解忧公主的思想性格，有着独到的发现和艺术把握。作者

根据解忧公主对乌孙诸昆弥“恩爱不亲密”的史载，经过缜密分析解读

认为：可以肯定解忧对乌孙的一般风俗习惯是尊重的，因此才有“恩爱”

之说；至于“不亲密”之说，无疑是指她对乌孙以掠夺为业制造彼此矛盾

的各种恶习是坚决反对的。也就是说，解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懂得

坚持在和平统一、反对相互奴役、反对分裂的原则下搞好彼此间的关

系，而不是一味地迁就去搞无原则的“和亲”，并以此确定为本书的中心

思想。小说正是沿此进行史事推理、人物设计和艺术处理的，这一独辟

蹊径的艺术构思，也是这部小说的最大成功之处。

小说主要人物形象鲜明，社会场景广阔，结构宏伟，故事完整，生活

细节的描绘也符合地域和民族的特征，特别是作者利用自己十分丰厚

的伊犁生活积累，对乌孙的自然景观和民俗风情有着精彩的描绘，这些

都为作品增色不少。

作品的价值与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小说运用艺术的语言，通

过感人的艺术形象，表现了西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同时总结了坚持

有原则的“和亲”，以及和睦相处的历史经验。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这

部小说对当前正确处理我国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维护祖国统一，尤其

对新疆治疆、稳疆、建疆的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夏冠洲

（新疆师范大学文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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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在汉京长安城内平坦宽阔的街道

上，人声鼎沸欢呼四起，百姓夹道迎接汉使张骞一行归来。

年逾花甲的张骞，骑着骏马，手持汉节，神采奕奕，不时谦逊地向百

姓们点头致意；张骞的身侧、身后是数十名身着奇装异服的乌孙使者；

最后是张骞的随员和乌孙国赠送的数十匹高头大马。

这一行人来到未央宫北的金马门前下马。当公车司马令迎走乌孙

使团后，张骞便整衣端帽一人步入金马门，绕过身躯雄伟的铜塑骏马，

来到了昭阳殿，觐见汉武帝，道：“臣出使月氏，因月氏被乌、匈联军打败

后，国王温寄多罗被杀，王后率众远徙至妫水流域，并臣服了当地的大

夏，建立了大月氏国，由于新居地地大物博，生活胜过故地许多，复仇之

心也就渐渐淡忘了，再也无心返回故地，臣也就未能完成联合月氏抗击

匈奴的使命，有负圣恩，实在惭愧！”

汉武帝摇了摇头：“不，不，自来有失亦有得，朕获悉爱卿此次邀来

乌孙使臣，定有谋略在胸，还是谈谈卿之见解吧！”

“臣绘有一图在此，请圣上御览。”张骞呈上地图，并指图讲解道：

“此乃西域，据臣所知，从敦煌到大宛南有昆仑，北有天山，其间有三十

六个王国，彼此各有君长，无所统一，因此受匈奴僮仆都尉的统治，致使

在人力和物力的供给上，成了匈奴侵犯我汉朝的一支强有力的‘右臂’

（匈奴称其西部地区为右地）。”

“臣获悉乌孙在敦煌时，曾被月氏侵驱逃往匈奴，后在匈奴的帮助

下打败月氏，在伊列水流域复国后，因新居地地域辽阔，且经过几十年

来的苦心经营，很快便成了西域的大国，只是不堪匈奴的奴役和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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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孙女杰

欲战又怕势孤；欲联汉抗击，又不知我汉朝的虚实，这才遣使携良马前

来做虚实窥探，请圣上恩待之，以便与其结成兄弟之邦，对匈奴形成夹

击之势；且带动西域各国与汉联盟，以期完成切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计

划。”

汉武帝点头道：“爱卿所言有理，朕准奏！”

第二天乌孙使臣一行，在张骞和大鸿胪等外交官员的陪同下来到

西市大街，只见街上店铺林立，行人如织，一片繁荣景象；接着又参观了

兵器作坊，令乌孙使者顿时瞠目结舌，叹其规模宏大，“啧啧”声不断。

随后他们又来到了上林苑内，这里的奇花异草，珍稀动物……映入

乌孙使者的眼帘。在马号里，大鸿胪指着乌孙所赠之马道：“贵国所送

良马，皇上称之为天马，特意置放在此，供国人观赏，以便鼓励国人发展

养马事业，扩充骑兵，抗击匈奴。”

乌孙使臣夸赞道：“大汉天子真乃英明之主啊！”

乌孙使臣一行还参观了在长安的北军校场，汉军士兵正在操练，其

阵势规模宏大，整齐划一；接着又是动人魂魄的比武，连声称赞：“了不

起啊！真了不起！”

参观完毕后，汉武帝在昭阳殿上接见了乌孙使臣，并将十大箱金银

珠宝、瓷器、绸缎，赠送给乌孙昆莫（即国王）。

乌孙使者回国后，将汉朝地大物博、兵强马壮的见闻一一禀报给昆

莫，从此乌孙就更加看重汉朝了。

匈奴听说乌孙与汉朝通好，欲发兵征讨，乌孙昆莫胆怯，不敢与汉

往来，但大汉出使乌孙夙敌月氏和近邻大宛的使团，络绎不绝，有的多

达数百人，昆莫担心月氏和大宛在大汉的支持下，进攻乌孙，这种恐慌

甚至超过了对匈奴的惧怕，于是遣使携良马千匹为聘，前往长安迎娶汉

公主为其夫人。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以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

主，嫁乌孙昆莫。匈奴单于获悉后也遣他的居次（公主）嫁昆莫。昆莫

不愿得罪匈奴，且匈奴比汉又邻近乌孙，便封匈奴居次为左夫人，细君

公主为右夫人，匈奴和乌孙的习惯都是左大于右，其用意无非是两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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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又有远亲近邻之别。

乌孙近邻——匈奴右谷蠡王听他的斥侯禀报说：“汉公主由于语言

不通，又排行在后，因此在左夫人的欺压下，日子过得很不顺心，根本不

用担心她在乌孙能有所作为。”

右谷蠡王高兴不已：“这就好，这就好啊！”

细君公主在乌孙生活很不习惯，自治宫室而居。与昆莫生有一女

名为少夫。后因昆莫年迈，已逾七十高龄，欲将两位夫人嫁给其孙军须

靡。匈奴与乌孙同俗，居次倒也无所谓，但细君公主不依，上书言状，天

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于是细君公主嫁军须靡。昆莫

死，军须靡即位号昆弥（国王）。细君公主在乌孙生活了五年就去世了。

由于匈奴对乌汉联姻结盟始终耿耿于怀，尤其是近邻匈奴右谷蠡

王，更有一举攻入赤谷、斩断乌汉联盟之心，只因一旦匈奴在西边进攻

乌孙，汉军就会在东面攻击匈奴，且近两年来，汉贰师将军李广利又率

大军征讨西域大宛，匈奴单于为了顾全大局，确保他的后院安宁，不得

不派监军扼制右谷蠡王，但只要监军不在，右谷蠡王就会千方百计入侵

乌孙或截杀汉家使团。

当右谷蠡王获悉细君公主亡故的消息后，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

派出一支剽悍的匈奴骑兵，越过弋居山边界，向着乌孙车延境内涌去，

乌孙骑军率领着他的胜兵与匈奴军展开了混战。但匈奴兵越战越多，

乌孙兵在众寡悬殊之中惨败，乌孙骑君率领残兵败将杀出重围向西逃

去。在乌孙遭劫的部落里，人在惊呼，马在嘶鸣。毡房燃烧的火焰照亮

了面目狰狞的匈奴兵，在惊恐慌乱的乌孙老少妇孺中发泄着他们的兽

性。

匈奴兵手举火把点燃毡房；乱刀砍死阻拦驱赶羊群的乌孙老人；横

冲直撞的铁蹄将婴儿活活踏死在血泊里。

在一座毡房的门口，两个匈奴兵从毡房内拖出一名年轻妇女，后跟

一个七岁左右的小女孩，左手紧紧拽着妇女的衣角，右手牢牢地拉着门

边，不停地哀声呼叫：“阿妈……阿妈……”这时匈奴兵挥刀砍下，小女

孩的三个指头随着衣角掉落在地，“啊”的一声惨叫，小女孩晕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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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妇女狠狠地咬了匈奴兵一口，脱身冲回，哀声道：“尕娜！我的孩

子……”气急败坏的匈奴兵一刀杀死了那名妇女。

此刻一个匈奴军吏飞马前来向匈奴左都尉禀报道：“监军有令！火

速收兵，撤回蒲西！”

左都尉愤然道：“这搞的什么名堂，我刚刚得手，正想扩大战果大捞

一把，却又下令撤军，真晦气！”但他又不得不撤军。于是匈奴兵将年轻

的乌孙妇女架上了马背，被俘的乌孙胜兵则拴在马后，朝着东北的木桥

方向撤去。此时匈奴兵不仅对木桥上躺着的乌孙伤残者视而不见，还

挥鞭驱赶着抢来的畜群向着桥上蜂拥而去，一时牲口的嘶嗷声，被践踏

者的惨叫声与匈奴兵的狂笑声混成了一片……

黎明，旭日再次从草原的尽头升起，乌孙遭劫部落里的嘈杂声，随

着远去的匈奴大队终于消失了，静谧下来的部落，一片血肉模糊，残火

余烬的凄惨景象。

乌孙骑君带着余部策马而来，落鞍后他命令大家就近刨坑，埋葬死

难的同胞。他抱起奄奄一息的尕娜，把她放在草地上，从怀中拿出一支

羊角瓶，将瓶内药粉撒在尕娜断指上，将伤口包扎好。待一切善后事宜

完毕，抱起尕娜，上马向西奔去。

当匈奴兵践踏乌孙边地的同时，匈奴右谷蠡王却坐在他的王庭大

帐里。左右两边一边坐着一个娇艳的王妃为他轮番斟酒，观看着“春狼

夜兴”舞！

十六名袒露着刺有狼图腾肩、背的舞女，踏着胡乐的节奏时而托月

哮天，时而轻步探途，左挽右抱，舒臂扭腰；腾跃中不乏轻盈，旋转间更

显娇柔，看着虽似狼形兽步，动作倒也有情有趣，使观赏者无不感到人

间仿佛另有一族。

正当右谷蠡王淫兴盎然之际，突然一军吏进门禀报：“监军到！”右

谷蠡王挥手示意，舞女和乐师迅速地退出了帐外。

少年监军呼屠吾斯与单于寡嫂，以及左贤王的传人先贤禅一同走

进帐来，坐定后呼屠吾斯说：“我等从龙城归来，现汉军一路出朔方攻我

龙城，一路出酒泉为贰师将军后拒，袭我蒲西。且鞮侯单于叫我等务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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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住右地，不要挑起战争，因此我刚到就传令你家左都尉立即从乌孙撤

回，防守蒲东。”

右谷蠡王：“没想到细君公主死后，乌、汉联盟仍未解除，这次幸亏

监军及时从龙城带回消息，不然我还蒙在鼓里。”

先贤禅：“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去年三万汉军伐宛，沿途遵循单

于禁令，无一国供给粮食和饮水，以至汉军半途而废；可今年汉帝又遣

贰师将军率骑兵六万、步兵七万，共十三万大军伐宛，声势浩大，威震西

域，以至单于的禁令全部失灵，汉军不仅得到了沿途供给，还一举打败

了宛军，包围了大宛首府贵山城，且指日可破。看来，今后我匈奴在西

域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单于寡嫂：“这都怪宛王糊涂，汉使以金马和千金换他的汗血马，他

不该欺汉道远大军难至，便在郁城杀了汉使劫走了财宝，这才闹成今日

的局面。”

右谷蠡王：“我看汉朝不可能常年在西域驻军十万，也不可能在万

里之外大军说来就来，更何况我匈奴在西域土生土长、兵强马壮，他汉

军一走，还是我等说风得风、说雨得雨！”

呼屠吾斯：“这倒也是！”

先贤禅：“兵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乌、汉之间的联盟。这一联盟不

仅仅是乌孙出兵两千助汉伐宛，而是乌孙还能带动西域各国与汉结

盟。一旦与汉结盟在西域普遍开花，我匈奴在西域将受到更大的威胁，

还可能落到众叛亲离的下场！”

右谷蠡王说：“若果真如此，那事情就麻烦了。”

在乌孙的王廷大帐里，正面坐着年三十二三、体质虚弱的乌孙昆弥

军须靡，左边第一席上坐着他的堂弟大禄翁归靡。大帐两厢还有左右

大将、翕侯、左右大将都尉、大监、大吏、舍中大吏以及骑君等。此时大

吏煎靡尴尬地说：“我的意思只是一时的，以观后变……”

大禄翁归靡打断了煎靡的话：“好啦，事实早已表明，匈奴权贵是群

贪得无厌的豺狼，过去即使我等按先议交足了牲畜和奴隶，他们仍以牲

畜丢失、奴隶逃遁为由，纵兵越境掳掠，近年来正由于乌、汉联姻结盟，

005



乌孙女杰

他们才收敛了许多。”

煎靡仿佛抓住什么似地说：“我是说细君公主在世时，我等乌孙对

她太冷落了，以至她思乡成疾，来此不到五年就去世了，对此汉帝一定

不满，岂肯再次与我乌孙联姻，既然得不到汉的帮助，我等就只有以屈

求伸，暂时不要去得罪匈奴！”

右大将安日靡急起反驳道：“正因为细君公主谢世，匈奴才趁机做

试探性骚扰，若是汉军弃盟不顾，他们必长驱直入，这次若非汉军攻其

侧背，他会轻易撤军吗？”

众贵人齐声问道：“汉军真的出兵了？”

安日靡郑重地说：“是的，是斥侯刚刚报来的消息。”

众贵人异口同声道：“这下可好了！”

翁归靡：“若要乌孙安宁，只有再次与汉联姻，共同对付匈奴才是！”

他恳求军须靡道：“昆弥，请您当机立断吧！”

“好吧，”军须靡终于下定决心吩咐安日靡：“你把在宛助汉的两千

胜兵交给左大将都尉，然后以良马千匹为聘，率使团前往长安觐见汉

帝，请求再娶汉公主做我昆弟（夫人）！”

翁归靡：“我等有愧于汉，再以千匹马为聘实难出手！”

军须靡：“那就在一千匹良马以外，再加一千匹骡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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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紫光中解忧降世

第一章

紫光中解忧降世

在大汉西南边区，有个武陵郡，郡内有个黄石寨，因汉相张良的师

傅黄石公曾在此炼过丹而得名。此地与郡内张家界等地一样，在蓊蓊

郁郁的丛林里，到处奇峰拔起，石壁青松翠蔓，山涧流水潺潺，鸟语花

香，乃风景极其优美之处。

在黄石寨东北有一座书有林府的院子里，近年搬来了原楚王刘戊

的家人。刘戊系汉景帝堂弟，其祖父是元王刘交，即汉高祖刘邦同父少

弟。此人生性好色，采选丽妹，终日淫乐，甚至在薄太后丧讣到后，也无

哀戚，依就在后宫依翠偎红，自图快活。太傅韦孟作诗讽谏，也不在意，

自以为楚地离京甚远，朝廷未必察觉，乐得花天酒地，娱我少年。谁知

被御史大夫晁错查知，便趁刘戊入朝之时，奏了一本，意图索取他的性

命，幸好景帝不忍从严，只是削夺了他的东海郡，仍令他回国为王。后

来刘戊对景帝用晁错削番之策不满，随吴王刘濞叛乱，失败后自杀身

亡。景帝未忘刘交世家之情，以刘交次子平陆侯刘礼袭封楚王。刘戊

子孙自然是罪犯家属，本当送入掖庭，幸好景帝宽容，只是将刘戊一家

贬为庶人，让刘戊发妻林氏，带着儿孙回到黄石寨娘家度日。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立秋这天的子正之时，雷电交加，

大雨倾盆，在一道紫光闪过之后，刘戊的儿媳，刘夫人生下了一名女婴，

这才风雨骤停，可是刘夫人过了十天也未见奶水，连日来女婴哭声不

断。就在这一家人焦急万分之时，一位林姓男子背着三岁的儿子，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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